
想起你 ，
何时不再流泪

□ 文 /张亚凌

今天 ，是二哥 10周年的祭 日。20
多年前 ，因家里缺少帮手 ，母亲便让 15
岁的二哥 ，品学兼优的二哥辍学了 ，为
了照顾这个家。20年后的今天 ，在这件
事上 ，我依然不能原谅母亲 。

（ 一 ）

二哥只长我两岁 ，这样年龄差距的
兄弟姐妹 ，多是 “大不知让小 ，小不知尊
大”。

我不尊二哥倒没错 ，情急之下 ，总
直呼其名 ，前面还忘不了加个 “臭”字 ；
二哥呢 ，陪我玩哄我开心 ，一任我无边
的胡闹而没怨言 。

多年后的今天 ，一次次忆起往事 ，
总是满心歉疚 ：二哥的童年一定没有别
的男孩有趣 ，他总因拉着我的小手要照
顾我而被伙伴们拒之游戏之外。甚至连
他生病时 ，母亲偶尔为他煮个鸡蛋 、烙
个油饼 ，我也虎视眈眈而不肯放过 ！

我的童年 ，是在二哥无限的迁就中
快乐地度过。而今忆起 ，却是不尽的伤
痛——我祈求再走过童年 ，哪怕为此付
出所有的今后！我一定不会只一味贪婪
地向二哥索取 ！

（ 二 ）

在二哥的宽容与迁就下 ，我为所欲
为 ，性格倒象男孩子 。

开始上学了 ，常常惹是生非 ，好在
二哥高我两级 ，总有他在后面替我收拾
“残局”。在我们同校的几年里 ，我的每
一任班主任老师都知道我的二哥 ：一则
想不明 白 ，极遵守校纪学习 又很优秀的
他怎么就摊了个极难管教又成绩平平
的妹妹 ；二则一旦我惹了祸 ，二哥就成

了 “代家长”被叫去挨批评让他转告父
母。而二哥 ，从不将我的 “斑斑劣迹”及
自 己因此所受的委屈告诉父母。和我独
处时 ，他从不指责我那样做不对 ，只是
给我讲如何做会更好。“你咋样做都是
我妹子 ，哥不嫌弃你。不过 ，哥还是想让
你更好些！”

于是 ，似乎是为了配作品学兼优的
他的妹妹 ，我开始改变 自 己……

如果可能 ，让我
与二哥再走过小学阶
段 ，我定会努 力成为他 引 以为荣的妹
妹 ，绝不让他因我而受委屈 ，绝不 ！

（ 三 ）

1980年 ，家里缺少帮手 ，母亲便让
15岁 的二哥 ，一直品学兼优的二哥辍
学了 ，为了照顾这个家 。我吃惊于二哥
就那样默默地毫无反抗地放弃了他最
爱的学业 。

我总忘不了 那个雨天 ：正上午 自
习 ，为了一个怎么也解不开的难题 ，我
想放松一下 ，头转向窗外，——二哥正
微笑着看着我 ，并示意我别出来 ，他在

外面等着 。
一下课 ，我第一个冲了出去。二哥

一手拎着滴水的塑料纸 ，一手拎个花布
包。“给你。”二哥将包递给我，“今天是
你的生 日 ，看我给你买了啥。”

——我的生 日 ？连我都忘了 。
“你学习 很用心 ，哥就放心了 ，好好

学习。”简简单单一句话 ，二哥披上塑料
纸又冲入雨中……

也 只 有二哥
会在下雨天跑 10

里路给我过生 日 ！
如果长寿面真能使人避祸长寿 ，我

宁愿年年以泪和面为二哥过生 日 ！
（ 四 ）

高中一年级时 ，我发表了 第一篇习
作 。接过那 15块钱的稿费时 ，我的眼睛
都发亮了 ，——我 自 己挣的 ，比 20块都
金贵！装在兜里 ，常常摸出来看 ，就是舍
不得花 。

一个周末 ，在去书店的路上 ，碰到
一个卖牙疼药的 ，似乎已被周 围人验证
了效果不错 。我立刻想起二哥经常牙疼

得半夜半夜睡不着满院子跑的情形 。就
这样 ，我给 自 己挣的第一笔稿费派上了
最好的用场 。

“胡花钱！我咬点花椒一麻就感觉
不到疼了 ，买几本书比啥都好！”看得
出 ，二哥其实很高兴 。

后来 ，我一发表文章 ，就将样报 、样
刊拿给二哥看 ，似乎就是对二哥最好的
回报。不论在我上大学还是工作期间 ，
二哥常给我讲村里的人和事 ，为我提供
素材 ，鼓励我坚持写下去 。

二哥走后 ，对那些发表了的文章 ，
能代表 自 己实力较为成功的 ，我常常在
二哥的遗像前读一遍并点燃……

（ 五 ）

10年前的一场车祸 ，将一个原本
很幸福的家庭推向了无边的苦海 。

能藏起二哥所有的相片和遗物 ，却
挡不住对他的思念 。没了二哥的关心和
呵护 ，我的情感世界不再完整 ！

记不清有多少次了 ，我独 自垂泪跟
着一个又一个陌生人走了一条又一条
街道 ，仅仅因为他们和二哥有点相像 ，
——哪怕只是背影 ，或神情 ，甚至一个
举动！

多少次夜半醒来 ，想起你 ，二哥 ，唯
有以泪 洗面。10年 了 ，在那 阴 暗潮 湿
的 “家 ”里 ，你孤单吗 ？怕你寂寞 ，我悄
悄 地在你贴 身 的 衬 衫 里 放 了 我一张
相片 ，——人家都说那样将给我带来
不幸 ，可我不在乎 ！有你想伴的 日 子
作为我永远温馨 的 回 忆 ，这 ，已 经足
够 了 。

曾有兄如你 ，还有何求？

过 西夏陵
□ 文 /周 乔

走 过 西 夏 ，

我 仿 佛 感 到 历 史

在 这 里 凝 结 ：

我 看 到 古 战 场 上

的 大 汉 黄 沙　金
戈 铁 马 ，

闻 到 古 王 朝 争 战 的 血 腥 厮 杀 。
一 个 民 族——党 项 的 消 亡 ，

带 给我 更 多 的 思 索 ……

如 果 没 有 内 部 纷 争 ，
我 们 将 是 一 个 五 十 七 个 民 族 的 国 家 。
如 果 没 有 外 来 侵 略 ，

我 们 的 疆 域 本 应 更
大 。

可 是 战 争——

战 争 留 下 的 不 仅 仅
是 可 怕 。

走 过 西 夏 ，

我 看 到 历 史 也在 这 里 变 化 ：
满 目 流 过 的 是 固 沙堤 坝 、柳 枝 嫩 芽 ，

我 闻 到 广 袤 田 野 里 的 阵 阵 麦 香 ，点 点 春 花

我 愿 世界 充 满 和 平 ，
人 类 永 远 不 再 厮 杀 ！

听雨的

日 子
□ 文 /刘 东志

总有那 么些 日 子 ，象剪不断理还乱的 霏
霏细雨 ，不经意闯入你的眼帘 ，打湿思绪深处
那片金灿灿的原野 ，让心跳 的 声音时钟般滴
滴嗒嗒溜走 ，唤起尘封已久 的惊悚 。语言溪 水
般流淌 ，但那是心底
的 自 语 ，喜怒哀乐的
瞬间 ，让形体羽化在
迷茫之原 。

于是就有了听雨
的 日 子 。关上门 、灭掉
灯 ，把寂寞轻轻收拢 。撩开帘的一角 ，
依窗而居 ，让迷离的细雨锁尽窗外的
世界 ，让遗落的心音在室 内缓缓地回
旋 。你尽可泪打烛台 ，梦逐穹空 ，让满
天的音韵拂去所有的尘埃 。因为这是
你的世界 。借微雨而得的天籁 ，随遇
而安 ，这是你难得的心缘 。

有风儿掠过 ，远 山 在斜风细雨中
颤动 ，如孤寂的歌者在夕 阳里跌坐 。
窗前静静绽放的 金菊 ，满载了 晶莹 的露闪 入
眼帘 ，把 岁 月 如歌如泣地申 诉。人行如雾 ，是
什么促生着匆忙的脚步？人生如歌 ，是什 么孕
育了舒缓的韵律？亲情 、爱情 、别离之情 ，还是

解也解不开的愁绪？这是一个寻找答案的最
好时刻呵！让久远的 日 子从眼前一幕幕闪过 ，
让疲 惫的心身 在生命的历程 中 寻找自 己 曾栖
息的港湾 。雨帘 ，是 目 光穿不透的落幕 ，却看

得到生活滑翔的轨迹 ；雨声 ，是
心灵达不到的彼岸 ，却听得出
生命缤纷的飞舞 。而后知 ，逝者
如斯夫！让跳跃的水晶之恋卸
去你所有的疲惫与哀怨 ，注入

清新 的 冲动与
期盼 ，进而直
面 生 活所有 的
挑战 ，去 迎接
阳 光最美 好 的
灿烂 。

人 道 是 百
年 三 万 六 千
天 ，时 光 如
梭 。落 雨 的 日

子是生活飞溅的浪花朵朵 。听雨的时刻 ，无疑
是孤寂 者面对驿站 的灯 火 ，跋涉者营地上空
掠过的 星弧 。尤如盛夏的一弯碧水 ，爱人温馨
的臂弯 。当你无奈的时刻 ，令你泪雨滂沱 。

写
活
了

□ 文 /刘 民

胡凯是县委宣传部干事 ，有一
天他灵机一动 ：眼下正是棉花收购
旺季 ，可以拿来做做文章。第二天
上 午 ，他来 到距 县城 20公里的兴
隆寺棉厂 采 访 ，走马观
花地溜 了 一 圈 儿 ，很快
赶写 出 一篇有 声有 色 的
“现场新闻”——《兴隆
寺看棉》。

文 章写道 ：兴 隆 寺
棉 厂 里面 ，前来 售棉 的
农 民络绎 不绝 ，在收棉
现场 ，记 者遇 到 了正在
查 看棉花质量的棉厂 厂
长 ，厂长充满感情地说 ：
“ 全 力保证收棉资金 ，不
给农民 ‘打 白 条 ’，是我
们实践 ‘三个代表 ’的切
实行动！”。

写到这里 ，胡凯忽然想到不知
厂长叫什么名字 ，于是急忙抄起 电
话 问 兴 隆 寺 棉 厂 ，对 方 没好气地
说：“没厂长”。胡凯说：“原来的也

行”。对方说 “原来叫穆友仁”。
一个星期后 ，文章在省报顺利

发表 。胡凯正沉浸在喜悦中 ，电话
铃响了。“宣传部吗 ？我是县棉花办

公室 ，请问 《兴隆寺看棉》
的文章是谁写的？”胡凯灵
机一动 ，忙把 电话递给主
任：“主任 ，您的 电话。”主
任接过话筒来 ，脸色 由 晴
转阴。“小胡 ，你是怎么搞
的？还说今年棉花价格好
呢 ，今 年 每 斤 才 卖 1.50
元 ，而去年价格每斤是 2.2
元！”

胡凯一愣 ，刚要开 口 ，
电话铃又 响 了 ，主任抄起
话筒一听 ，气得呲牙咧嘴 ！
胡凯急忙凑上去 ，只听话
筒里传来对方急咧咧的 声

音：“我是兴隆寺棉厂 ，你们开什么
玩笑！穆厂长上个 月 出 了车祸 ，追
悼会都开过去了 ，你们却还说他在
现场收棉花 ，真是活见鬼！”

泪痕
□ 文 /李朝飞

楼顶的风往往格外的大 ，也格外的凉。朋
友的屋子位于整栋楼的最顶层 ，尽管夏天酷
热 ，但在这里 ，尤其夜晚连一丝热的踪影都找
不到 。我们心里总认为是奇景 ，所以这里平 日
的夜非常热闹 ，但今天主人不在 ，显得非常的
寂静 ，到让我感受到一种不同的
气氛 ，或者说是感觉 。

这感觉是什么 ，我一时间没
办法总结的那么完美 ，比个例子
说 ，就如 同这里是个窈窕淑 女 ，
平 日 大家都围在一起 ，同她说说
笑笑 ，每个人都很投入的来享受
快乐 ，但突然某一天大家发现了
另外一个更 为美丽动人的女孩 ，这里忽然人
迹罕至了 。

宣 泄的声音让我烦乱 ，很想寻 觅一个寂
静而又富有韵味的地方 。这个蹂躏过的地方 ，
是最好的去处 。半躺在楼顶的长椅上 ，跟前摆
放一杯清凉的啤酒 ，电脑的机箱传 出 阿杜 《离
别 》那沧桑又柔情的声音 。

夜很黑 ，很美 。
远望古城的夜景 ，让我心 中 荡起 串 串涟

漪 。那柔和的霓虹灯远远的发 出让人心碎的
记忆 。

也是一个寂静的夜 ，一个女孩走进了 我
的视野 ，仅仅通过走进了
我的视野 ，仅仅通过一根
网线 ，她说她喜欢夜 ，喜欢
夜中那份宁静和闲适……

在一个有雪的夜 ，雪
冷 冷地打在我们 的 脸上 ，
她说 ：我该走了 ，该去一个
寂静安逸的地方。我拦她

不住 ，于是就永远地失去了她 。
在想念她的时候 ，我会烦乱 ，偌大个古

城 ，我找不到一个属于我的寂静的地方 。
回忆是一种忧伤的过错 ，尤其在这样的

夜晚 ，思绪不由 我控制 ，清冽的酒刺激着我的
心绪 ，风轻轻地吹袭我的脸颊 ，留下一道深深
泪 的痕迹 ，原来我竟也这般痴情 。

（ 上接一 版 ）

2003年 4月 16日 上午 9点多 ，云和县
人民法院开庭公开审理了这一案件 。法庭
上 ，原告向法庭提供了丈夫死亡现场照片 、
律师对 目 击证人的调查笔录 、县公安局法医
医学鉴定 、保险公司拒赔通知书等证据 。

法庭审理中 ，原告代理律师认为：“原告
魏雪华作为被保险人张严的法定继承人 ，有
权力获得保险赔款 ，被告的拒赔行为违反了
保险法的有关规定。”

被告律师在庭上发表意见：“一 、原告在
诉状中隐瞒了张严跳楼的真相 ，因此诉讼的
理由不能成立。二 、被保险人张严系从三楼
跳窗身亡 ，他的死亡不是因为意外伤害造
成 ，不在保险合同约定保险责任范围之内 ，
故被告不应支付保险赔款。同时 ，张严是因
与他人非法同居被发现而跳窗 ，保险公司不
可能支持他的这种违法行为 。因此 ，保险公
司做出了合理的拒赔的决定。”

原告代理律师称：“保险条款中并没有
把所谓的因非法同居而坠楼身亡的情况列
为拒赔之列 ，只要是意外的伤害 ，被告就应

该按有关规定进行赔偿。”
当 天 ，法庭没有就本案宣判。5月 28日

下午 ，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。
一 审 败诉 ，本 案 引 人深 思

2003年 6月 11日 ，浙江省云和县人民
法院就魏雪华诉保险公司一案下达 了判决
书：“本院认为 ，张严与被告保险公司签订
的是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合同 。根据双方签
订的保险条款对意外伤害的定义是指受外
来的 、突发的 、非本意的 、非疾病的 身体使
受到伤害 的客观事件。张严 系具有完全民
事权利的成年人 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 ，
从三楼跳下逃离是其主观行为 ，应预见可
能造成的伤害 ，故该伤害不是外来的和突
发的客观事件 ，不在意外伤害的范 围 ，不属
于保险事故。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诉讼
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。据此 ，依照 中 华人民共
和国 保险法 第二十 四 条 第一款 、第二十五
条之规定 ，判决如下 ：驳回原告魏雪华的诉
讼请求 。案件受理费 2070元 ，其他诉讼费
用800元由原告负担。”

对这一判决 ，主审本案的 法官杨世 田

表示：“原告败诉的原因是因为张严的死不
属于意外 ，与死者的不道德行为无关。”

原 告 魏 雪 华 对这一判 决 结 果 表 示不
服 ，向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了上诉 。她
在上诉状 中 称：“一审判决适用 法律不当 。
一审 法 院 认 定 张 严具 有 完 全 民 事 行 为 能
力 ，从三楼跳下逃离是其主观行为 ，应预见
可能造成的伤害 ，不在意外伤害 范 围——
是错误的 。因 为根据保险界 习 惯 ，意外伤害
的概念不仅指遭受外来的 、突发的 、非本意
的 、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 ，
而且还包括过失行为 引 起的偶然事故。比
如 ，某被保险人投 了与张严一样的保单 ，一
天他用 刀 切菜时因过失把手切伤了 。作为
一个成年的他来讲也完全可 以预见到菜刀
可能会把手切伤而发生保险事故 ，但他还
是用 刀 切菜了 ，而这种把手 切伤的保险事
故 ，保险 公司无疑会给予补偿 。本案也是如
此 。张严对伤害结果的发生可能会意料到 ，
但他过于认为不会造成死亡的后果才跳下
的 ，因此死亡的结果是非本意的 。总之 ，一
审判决错误。”

2003年 9月 21日 上午 ，丽水市中级人
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特殊的上诉案 。庭
上 ，原 、被告律师针对张严的死究竟是 “意
外”还是“非意外”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。

此案在 当 地引 起了很大反 响 。有人认
为跳楼会死人是最起码的常识 ，因此这种
观点认为保险公司可以拒赔 。还有人说 ：张
的死亡是由 于不道德行为造成的后果 ，这
种后果应 当 自 己承担 ，就不必让保险 公司
负责。浙江南明律师事务所律师雷 月 平认
为：“死者张严的逃楼死亡 ，是他本人所不
情愿的 ，因此我个人认为这是一起保险合
同 中 的意外事故。”另 外还有人说 ：从这个
事件可以看 出 ，搞婚外情具有不可预见的
风险 。

至发稿止 ，二审法院对本案仍没有宣
判。采访中魏雪华对记者说：“前不久有人
问我是否考虑庭外和解 ，说保险公司能 出
8000元钱。我没有同意。现在 ，我在等待着
法院的判决 ，我一定要讨出最后的说法。”

（ 照 片 说 明 ：保 险公 司 以 “男 女 关 系 ”为

由 的 拒 赔通 知 单 ）

（ 上 接 一 版 ）

孰 是 孰 非　干 部 下 海 任 评 说
盐城市半年时间 4位县处级干

部先 后辞职 ，一时间舆论大哗 ，褒贬
不一 。

正 方 ：理 顺 渠 道 ，官 民 对 流 。
“ 能上能 下 ，能官能 民”，这是我 国
应有 的干部任用 机制 。目 前 ，政府
正通过机构改革来实现行政机构合
理化和行政人 员素 质的现代化 ，这
意味着政府的 角 色定位应是 引 导和
服 务 于社 会主义 市场经济 。行政部
门就如 同 其他部 门 一样 ；都是为整
个社会服 务 的 ，官 员根据实际选择
自 己 的未来和发展方向 ，这应该是
正 常 的 现 象 。就 像 农 民 能 考 公 务
员 、民营 企业家能从政一样 。官民
对流是一个文 明社会应有的正常现
象 。真正实现官民对流 ，才能彻底
打破干部 的 “铁 饭碗”，消除干部 的
特权 ，提高干 部队伍的素质 。

反 方 ：“红 顶 商 人”，搅 乱 市 场 。

干部下海 ，特别是曾经拥有实权 的
官 员下海 ，很有可能成为 “红顶商
人”，他们会利用政治 资源搞权 钱交
易 ，甚至 以官促商 ，调用 公权 为经商
提 供 便 利 。处 在 转 轨期 的 中 国 社
会 ，由 于制度上的缺陷 ，行政权 力 介
入经营并导致严重不公的 问题一时
尚 难 以消除 。可 以想象 ，一个声名
显赫的官 员 ，在他担任职 务的过程
中 ，难免会形成一定 的 社会关 系 网
并在实际上拥有某些重要 的社会 资
源 ，他们 “下海 ”与其他无此背景的
人进行比赛 ，其结果可想而知 。因
此 ，“红 顶商人 ”一旦参与不正 当 竞
争 ，将会搅乱市场经济秩序 。

褒也罢 ，贬也罢 ，有一点可 以 肯
定 ，干部下海 的方 向是正确的 ，问题
是必须要有一套完善 的制度进行管
理 。当 务之急 ，人们期盼着 国 家有
关政策 的早 日 出 台 。最后 ，我们仍
然诚心地祝愿 ，下海干部 ，一路走
好 ！


